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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反应性与反应过程中
A"

气体

成分相关性的探讨

于 真

!山东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炼钢厂"山东 肥城
#E!C!#

#

摘
!

要
!

焦炭反应性试验过程中二氧化碳与焦炭反应生成一氧化碳和残余的二氧化碳$因而反应过程

中一氧化碳的含量与反应中消耗的焦炭%焦炭反应性&有必然的联系$通过对反应性试验过程中一氧化

碳气体含量的测定!结果表明"反应中一氧化碳气体含量%

3

&与焦炭反应性结果%

L

&的曲线几乎平行!两

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并判定出
3

XOLj<

%

O

#

<

为常数&$以此来提前预知焦炭反应性!结果较为满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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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焦炭反应性和反应后强度是炼铁车间重要的参

考指标之一$然而焦炭反应时间较长!出数据较慢$

提前知道反应结果可以增强数据的时效性!提高车

间的生产效率$通过焦炭反应中一氧化碳气体含量

的测定!以累积的实验数据为参考!衡量一氧化碳含

量与焦炭反应性的关系!以便达到提前预知焦炭反

应性的目的!结果较为满意$

.

!

实验部分

.H$

!

原理

称取一定质量的焦炭试样!置于反应器中!在

!!$$YcDY

时与
%B

#

反应
#&

后!以焦炭质量损

失的百分数表示焦炭反应性%

:K!

&$化学方程式为

%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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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仪器与试剂

fb+B>!

块焦反应试验装置'

?̀II$#

奥式气体



分析仪'

â d>G

转鼓试验装置$

焦性没食子酸'浓硫酸'无水
%/%0

#

和硅胶'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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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FIIg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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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的采取与制备

%

!

&按
^̀

,

H!IIE

规定的取样方法!按比例取大于

#D88

焦炭
#$T

3

!弃去泡焦和炉头焦$用颚式破碎机

破碎#混匀#缩分出
!$T

3

!再用
_

#D88

#

_

#G88

圆孔

筛筛分!大于
_

#D88

的焦块再破碎#筛分$取
_

#G88

筛上物!去掉薄片状焦和细条状焦!保留较厚片状焦和

较粗条状焦!并将较厚片状焦和较粗条状焦用手工修

整成颗粒状焦块!用
_

#G88

圆孔筛筛分后与未经过修

整的颗粒状焦块混匀$缩分得焦块
#T

3

!分两次%每次

!T

3

&置于
2

型转鼓中!以
#$.

,

8'(

的转速!转
D$.

!取

出后再用
_

#G88

圆孔筛筛分!将筛上物缩分出
I$$

3

作为试样!用四分法将试样分成四份!每份不少于

##$

3

$试验焦炉的焦炭可用
"$

!

C$88

粒级的焦炭进

行制样$

%

#

&将制好的试样放入干燥箱!在
!E$

!

!<$Y

温度下烘干
#&

!取出焦炭冷却至室温!称取
#$$

3

c

$FD

3

待用$

.H1

!

实验步骤

实验流程如图
!

$

!Z

二氧化碳钢瓶'

#

#

"Z

流量计'

GZ

氮气钢瓶'

DZ

三通活塞'

CZ

精密温度控制装置'

EZ

热电偶'

<Z

托架'

IZ

试样'

!$Z

电炉'

!!Z

反应器'

!#Z

排气口

图
$

!

实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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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反应器置于炉内!平放筛板!在反应器底

部铺高铝球!以确保焦炭装入时反应器内的焦炭层

处于电炉恒温区内$

%

#

&当使用耐高温合金钢反应器时!反应器倾斜

装入已备好的焦炭试样
#$$

3

c$FD

3

!并记录焦块

颗粒数$将与上盖相连的热电偶套管插入料层中心

位置!然后将该反应器直立!用螺丝将盖与反应器筒

体固定$将反应器置于炉顶的托架上吊放在电炉

内!托架与电炉盖间放置石棉板隔热$在反应器法

兰周围砌上高铝轻质砖!减少散热$

%

G

&当使用高铝质反应器时!装入已备好的
#$$

3

c

$FD

3

焦炭试样约一半的颗粒!然后插入热电偶套管!再

装入另一半焦炭!将热电偶套管穿过反应器盖子上

的中心孔!盖上反应器盖子$周围上保温棉 !减少

散热$

%

"

&将测温热电偶插入反应器热电偶套管内%热

电偶用高铝质双孔绝缘管及高铝质热电偶保护管保

护&$

%

D

&将反应器进气管#排气管分别与供气系统#

排气系统连接$检查气路!保证严密$

%

C

&接通电源!用精密温度控制仪调节电炉加

热$先用手动调节!电流由小到大!在
!D8'(

之内!

逐渐调至最大值$然后将按钮拨到自动位置$当料

层中心温度达到
"$$Y

时!以
$F<W

,

8'(

的流量通

氮气!保护焦炭!防止其烧损$

%

E

&当料层中心温度达到
!$D$Y

时!接通带预

热装置的二氧化碳减压表的电源插头!预热二氧化

碳气瓶出口处!保证二氧化碳气体稳定流出$当料

层中心温度达到
!!$$Y

时!切断氮气!改通二氧化

碳!流量为
DW

,

8'(

!反应
#&

$通二氧化碳后料层

温度应在
D

!

!$8'(

内恢复到
!!$$YcDY

$

%

<

&反应开始
D8'(

后!在排气口取气分析!以

后分别在反应后每半小时取气分析!分析反应中一

氧化碳含量并记录$

%

I

&反应
#&

!停止加热$切断二氧化碳气路!

改通氮气!流量控制在
#W

,

8'(

$

%

!$

&使用耐高温合金钢反应器时!拔掉排气管!

将反应器从电炉内吊出!放在支架上继续通氮气$

%当使用刚玉质反应器时!反应器仍然置于炉内!自

然冷却至室温$&

%

!!

&至反应器中的焦炭冷却到
!$$Y

以下!停

止通氮气$打开反应器上盖!倒出焦炭!称其质量#

记录结果(

#>"

)

$

.H/

!

实验结果

.H/H$

!

焦炭反应性计算

焦炭反应性指标以损失的焦炭质量占反应前焦

样总质量的百分数表示$焦炭反应性
:K!

按%

!

&式

计算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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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焦炭试样质量!

3

'

A

!

0反应后残余焦炭质量!

3

$

.H/H.

!

焦炭反应性实验

通过
G<

个试样试验!将试验结果统计分析$

反应过程中各时间点一氧化碳含量及焦炭反应

性记录如表
!

所示$

表
$

!

一氧化碳含量及焦炭反应性实验结果

I7E?6$

!

I6,:36,;?:,4<=73E4-C4-4]+86=4-:6-:7-8=4\6367=:+>+:

@

试样

编号

一氧化碳含量,
g

D8'( G$8'( C$8'( I$8'( !#$8'( D

个平均 前
#

个平均
反应性,

g

! "$F$$ "$F$$ "$F$$ G<F$$ GEF$$ GIF$$ "$F$$ G#F$$

# G#F$$ G<F$$ G$F$$ GGF$$ G$F$$ G#FC$ GDF$$ #"FD$

G GEF$$ G<F$$ GEF$$ GCF$$ G<F$$ GEF#$ GEFD$ #IF<D

" G<F$$ "!F$$ "DF$$ GIF$$ GEF$$ "$F$$ GIFD$ G#F!"

D G#F$$ "<F$$ "DFD$ "DF$$ GEF$$ "!FD$ "$F$$ GEF#D

C "#FD$ GCF$$ GDF$$ G#F$$ GDF$$ GCF!$ GIF#D #EFD$

E GIF$$ GDF$$ G#F$$ G#F$$ G!F$$ GGF<$ GEF$$ #DFCI

< "CF$$ "GF$$ ""F$$ "#FD$ GEF$$ "#FD$ ""FD$ G"FG#

I ""F$$ "CF#$ "DF$$ "$F$$ GIF$$ "#F<" "DF!$ G"F#D

!$ "CF$$ "<F$$ "IF$$ "CF$$ "!F$$ "CF$$ "EF$$ G<F!$

!! D$F!$ "<FD$ "EFD$ "GF$$ GIF$$ "DFC# "IFG$ G<FD$

!# GDF$$ GCF#$ G"FD$ G#F#$ G#F$$ GGFI< GDFC$ #EFED

!G G<F$$ GIF$$ GCFD$ G#FD$ G!F$$ GDF"$ G<FD$ #IF$$

!" "EF$$ "GF$$ "#F$$ "$F$$ G<F$$ "#F$$ "DF$$ GDF$$

!D "IF$$ "IFD$ "EF$$ "EF$$ "DF#$ "EFD" "IF#D GEFD$

!C "IFG$ D#F<$ D$F#$ "<FE$ "CF$$ "IF"$ D!F$D "$F#D

!E "IFC$ D!F"$ D!FC$ "CF<$ "IF<$ "IF<" D$FD$ "!F#D

!< "<F$$ "EFD$ "CF<$ "DFD$ "$F$$ "DFDC "EFED GEF$$

!I "IF$$ "CF$$ "DFC$ ""F$$ "#F$$ "DFG# "EFD$ GEF$D

#$ "IFD$ "IFC$ "<F#$ ""FD$ "$F$$ "CFGC "IFDD G<FED

#! "DF$$ ""F$$ "DF$$ "#F$$ "GF$$ "GF<$ ""FD$ G"F<D

## "<F$$ "EF$$ "DF$$ "!F$$ GIF$$ ""F$$ "EFD$ G"F$$

#G D"F$$ DGF<$ D!F$$ "DF$$ "$F$$ "<FEC DGFI$ "!F#D

#" "#F$$ "GF$$ "$F$$ GCF$$ G<F$$ GIF<$ "#FD$ GGF#D

#D ""F$$ "GFD$ "DF$$ ""F$$ "$F$$ "GFG$ "GFED G"F$$

#C "$F$$ "$F$$ G<F$$ GIF$$ G<F$$ GIF$$ "$F$$ G#FED

#E "!F$$ "$F$$ "GF$$ G<F$$ G<F$$ "$F$$ "$FD$ GGF#D

#< "!F$$ "GF$$ "CF$$ "$F$$ GCF$$ "!F#$ "#F$$ G"F#D

#I GIF$$ "DF$$ ""F$$ ""F$$ "$F$$ "#F"$ "#F$$ GDF"!

G$ "DF$$ ""F$$ "DF$$ "$F$$ G<F$$ "#F"$ ""FD$ GDFDD

G! "DF$$ "DF$$ ""F$$ "$F$$ G<F$$ "#F"$ "DF$$ GDF#D

G# DGF$$ "<F$$ "EFC$ ""F$$ ""F$$ "EFG# D$FD$ "$FCD

GG D$F"$ "IF$$ "EF$$ "DF$$ "DF$$ "EF#< "IFE$ GIF!$

G" "IF$$ "IF$$ "IF$$ "DF<$ "$F$$ "CFDC "IF$$ GIFC$

GD ""F$$ GIF$$ GCF$$ GEF$$ GEF$$ G<FC$ "!FD$ G$F#D

GC "GF$$ ""F$$ GEFD$ G<F$$ GCF$$ GIFE$ "GFD$ G!F#$

GE "<F#$ "IF$$ "IF$$ "IF$$ "DFG$ "<F!$ "<FC$ GIFCD

G< D$F$$ "EF$$ "<F$$ "CFC$ "DF$$ "EFG# "<FD$ GIF"$

'

!

结果与讨论

%

!

&从表
!

可看出前
C$8'(

的一氧化碳含量较

高!说明前
C$8'(

的反应性较快!而含量的递增或

递减趋势则与焦炭本身结构和致密程度有关$

%

#

&从图
#

和图
G

中可看出一氧化碳气体含量

曲线与相应的反应性曲线几乎平行!表明两者存在

较强的相关性$不同时间点一氧化碳气体含量值的

选定尤为重要$通过比较!选
D

#

G$

#

C$

#

I$

#

!#$8'(

D

次测量的平均值与对应反应性的相关系数较高为

$FIE

!而取其他不同时间点平均值与对应反应性相

关系数基本在
$FI

以上!从时间上考虑!选定
D

和

IE

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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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真"焦炭反应性与反应过程中
%B

气体成分相关性的探讨



G$8'(

测定的平均值可最先预测反应性结果!有一

定的时效性!其相关系数为
$FI!

$因而仅对
D

次测

量的平均值和前
#

次测定的平均值做分析比较$

%考虑焦炭配煤质量#结焦时间#气孔结构和灰成分

等影响因素!

D

!

G$8'(

以内焦炭反应波动差异较

大!所测数据不具代表性!不建议中间时段取样$&

图
.

!

前
.

个
A"

气体含量平均值与反应性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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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含量平均值与反应性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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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一氧化碳气体含量与焦炭反应性之间关系

的确定"设一氧化碳气体含量为
3

#焦炭反应性为

L

!

3

XOLj<

%

O

#

<

均为常数&$以累积的试验数据为

依据!当取
D

次测量的平均值时!用函数关系求得

OX!F!!

!

<XGFI$

'当取前
#

次测定的平均值时!求

得
OX$FII

!

<XIFID

$%注"在不同环境和试验条件

下
O

#

<

值会有所不同$&

1

!

结语

对焦炭反应性试验过程中不同时间点一氧化碳

气体含量与反应性结果之间相关性的初步探究$发

现一氧化碳气体含量与相应的反应性相关性较强!

相关系数达到
$FIE

$从图中看出一氧化碳气体含

量曲线与相应的反应性曲线几乎平行!如果完全平

行则
3

XLj<

!两者存在一个固定差值
<

!因而设定

了一个关系方程
3

XOLj<

!以提高两者关系的准确

性$如果能够有线连续测定一氧化碳气体含量!并

对其积分!其含量值对反应性也会有较强的对应关

系!也不排除两者之间存在其他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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